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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纪律专项治理、财政专项资金整治、转移支付下达情况监督

核查、公共基础设施和政府储备物资会计核算情况核查等工

作，发挥财政监督的纠错防错作用。开展地方预决算公开情况

专项检查，推动各级各部门预决算公开信息真实、内容完整、

形式规范、公开及时。全面启用市级会计核算管理平台，升级

改造政府投资项目资金支付管理系统，提升动态监控管理水

平。三是加强政府性债务监管。制定《青岛市政府性债务管理

暂行办法》，构建全口径政府性债务“举借、使用、管理、偿还、

预警”全过程监管机制。制定加强政府隐性债务管理的实施意

见，着力遏制增量、消化存量、规范融资、动态监控，稳妥有

序化解债务风险。制定《青岛市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应急预案》，

政府债务风险严格控制在预警线以下，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

性区域性债务风险底线。在山东省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专项

考核中获得一等评价。

       （青岛市财政局供稿，杜  睿执笔）

河南省

2019年，河南省实现生产总值 54259.2亿元，比上年增长

7%。其中 ：第一产业增加值 4635.4亿元，增长 2.3％ ；第二产

业增加值 23605.8亿元，增长 7.5％ ；第三产业增加值 26018亿

元，增长 7.4％。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8％。全年进出口总

额 5711.6亿元，比上年增长 3.6％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2733

亿元，增长 10.4%。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上年上涨 2.4%，居民

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上涨 3%。

2019年，河南省财政收支实现“三个突破”：全省财政总

收入突破 6000亿元，达到 6187.2亿元，增长 5.3% ；一般公共

预算收入突破 4000亿元，达到 4041.6亿元，增长 7.3%，其中

税收收入 2841.1亿元，增长 6.9%，税占比 70.3%，超额完成

年初确定的财政收入增长 7%和税占比 70%的“双七”目标 ；
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突破万亿元大关，达到 10176.3亿元，增长

10.4%，连续四年每年跃上一个千亿元台阶。财政运行质量效

益显著提升，为全省经济保持总体平稳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

提供了保障。

一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，推动经济平稳运行

打出“组合拳”，助力稳增长。一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。把

减税降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，授予省级权限的“六税

两费” （资源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

印花税<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>、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、

地方教育附加）减征、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等优惠政策，均按照

顶格标准减免，各项减税政策均按时落到实处，继续巩固省

定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零收费成果，全年减税降费超过 850

亿元，进一步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。二是争取中央支持。全年

中央下达河南省财力性转移支付 1289.8亿元 ,其中均衡性转

移支付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规模均居全国第一。河

南省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和汾渭平原10个城市全部纳入

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，周口市纳入第三批黑臭水体治

理试点。三是用足用好专项债券政策。发行 2019年专项债券，

提前 1个月完成年度发债任务，累计发行政府债券 1817亿元，

为全省重点项目建设筹集了大量低成本资金。四是坚决执行

过紧日子的财政方针。全省各级政府和部门一般性支出压减

幅度均达到 10%以上，将腾出的资金用于三大攻坚战、保障

和改善民生等重点领域。五是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撬动作

用。规范高效推广应用PPP模式，落地国家示范项目、落地率

居全国前列，成功争取第五届中国PPP发展（融资）论坛从上

海移师郑州，吸引大量高端社会资本支持河南省百城提质等

重点领域建设。推动形成省市县三级政府性担保体系，持续支

持实施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，继续开展政府采购合同融资，

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。省级政府投资基金达到 18

支，为推进产业转型、创新驱动等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提供支

撑。六是发挥省属功能类公益类金融类企业作用。出台完善

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实施意见，省属国有金融资本实现集中

统一管理。鼓励企业加强横向协调发展，与市县纵向合作，在

县域经济发展等领域发挥引领作用。16户省属功能类公益类

金融类企业资产总规模达到 15706.5亿元，增长 7.9% ；实现营

业收入 648.2亿元，增长 12.3% ；实现净利润 88.7亿元，增长

145.8%，有力助推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落地落实。

二、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，补齐小康社会建设短板

一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。实行政府隐性债务常

态化监控和风险等级评定，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，采取多种

方式有序化解隐性债务，全省总体完成 2019年化解计划。二

是推进脱贫攻坚。持续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，全省财政专

项扶贫资金投入 163.3亿元，省级投入连续七年实现“两个高

于”（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规模高于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

下达河南省资金规模的 40%，增幅高于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下

达河南省资金规模增幅）目标，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217.04
亿元，出台实现不愁吃、不愁穿和保障义务教育、基本医疗、

住房安全的财政工作方案，加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，

连续三年被财政部、国务院扶贫办评为优秀等次。三是支持

污染防治。建立多元稳定投入增长机制，全省生态环保支出

447.9亿元。推进南太行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，制

定财政支持生态环保 25条政策措施，设立总规模 160亿元的

绿色发展基金，成功争取亚洲开发银行 4.5亿欧元优惠利率贷

款，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。

三、发挥政策聚合效应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

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，注重综合施策，推进

结构优化升级。一是支持产业转型升级。综合运用财政贴息、

风险补偿、奖励补助等方式，投入财政资金 15.6亿元，政府投

资基金累计投入298亿元，围绕12个省定重点产业、五大主导

产业、十大战略新兴产业，推进实施绿色、智能、技术三大改

造，推动转型发展攻坚实现新突破。修订完善 46条支持民营

经济健康发展的财税政策，研究推出取消政府采购投标保证

金等 21条具体措施，优化财政领域营商环境。成功争取焦作、

洛阳 2市入选全国首批财政支持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

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，引导金融资源“支小助微”。二是助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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